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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保护三星堆 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审议《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草案）》

严格实行规划保护制度

《条例（草案）》将文化自觉和责任担
当融入三星堆遗址保护立法目的。第一
条即提出：“加强三星堆遗址的保护，确保
三星堆遗址真实性、完整性，促进三星堆
遗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挖掘、阐释、展
示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
信，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条例（草案）》规定了一系列严格保

护三星堆的措施，包括严格实行规划保护
制度，实行分类分层保护制度等。其中第
九条规定：“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和管理，实
行规划保护制度”；第十条规定：“遗址保
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一至十五条分别对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作出明确的保护规定，对可能危
及遗址及文物安全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
定。为确保遗址保护区域及周边环境的
安全可控，第十八条对有关生态环境保

护、防震减灾、防洪排涝等进行了明确。
同时，第十九条对应急管理进行了明确。

人人都有保护三星堆的义务

梳理《条例（草案）》发现，对标遗址申
遗、突出规划引领、扩大社会参与、注重知识
产权保护等，是《条例（草案）》的特色亮点。

比如《条例（草案）》第八条规定：“鼓
励三星堆遗址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
将遗址保护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通过捐
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三星堆遗址的保
护”，还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依
法保护三星堆遗址的义务，对损坏、危及
三星堆遗址及其保护、展示设施的行为，
有权劝阻、举报。”

第十六条规定：“鼓励通过聘请文物
保护员、设立群众性文物保护组织、志愿
服务等方式协助开展遗址保护工作。”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近期“三星堆”商
标抢注事件，《条例（草案）》也作出了回
应。第二十九条规定：“三星堆遗址保护
管理机构应当加强有关三星堆遗址的知
识产权保护、管理工作。省、德阳市、广汉
市有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侵犯三星堆遗
址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鼓励开展文化交流文艺创作

为深入挖掘宣传文化内涵，《条例（草
案）》鼓励通过加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博
物馆建设等方式，开展三星堆遗址价值和
内涵的阐释、展示与宣传。鼓励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创新文物展示方式，增强互动性
和体验性。鼓励利用三星堆文物资源开
展教育教学研学等社会实践活动，发挥三
星堆文物资源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
育功能。鼓励开展三星堆遗址相关文化
交流、文艺创作、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等活
动，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发展遗址特
色文化和旅游产业，促进文旅融合发
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5月26日，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在成都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会上，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作了
关于《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

报告显示，赤水河流域的保护由贵
州、云南、四川三省共同立法，并由三省人
大常委会商定，以“决定”+“条例”的方式
进行。

干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
禁止新建垃圾填埋场

经过三省多次讨论商定，结合新规完
善和衔接后，最新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将框
架结构由此前的八章增加为九章，并调整
部分章节顺序，修改部分章节名称，增设

“水污染防治”“绿色发展”和“文化保护与
传承”内容。

在规划与管控要求中，条例草案增加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地位，对赤水河
流域国土空间实施分区、分类用途管制，
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准入清单，
体现“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并在建设项
目、重要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相关规划时
增加第三方评估等规定；同时，对河道管
理、岸线管控、渔业资源保护等方面均作
了细化衔接，并在法律责任中增加了相应
处罚规定。

在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中，增加自
然资源状况调查、建立基础数据库、建
立和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相关机制的规
定；按照长江保护法实施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的要求，增加水资源分配制度、生

态流量管控指标，水库除险加固，以及
加强森林防火、提升森林管护能力建设
的规定；增加单位和个人对废弃物的管
控规定。

在绿色发展中，增加流域保护与乡村
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相结合，促进
赤水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美丽城
镇、美丽乡村等规定。

在从严保护措施上，规定省人民政
府应当严格落实长江流域水环境质量
标准，组织制定并实施更严格的赤水河
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并结合实际依法
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增加禁止
在赤水河干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
垃圾填埋场和禁止在赤水河流域重点
生态功能区布局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
响的产业等规定、提高企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的处
罚下限等规定。

“决定”+“条例”
实现地方立法形式的创新

会上，《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
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同时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

四川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
委员会主任委员梁伟华介绍，《决定（草
案）》从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政治高度，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定位，规范调整赤水河流域经济
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法
治保障，支撑和推动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他表示，《决定（草案）》既是云贵川三省
实施赤水河流域协同共治的共同需求，也是
创新流域保护类地方立法的积极探索。

《决定（草案）》共18条，对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责任、统一防治
措施和联合防治协调机制、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作出了具体规定，落实了“五个统一”

“两个机制”的要求。《决定（草案）》规定，
三省在赤水河流域共同开展立法、执法、
司法、普法、监督和规划、防治等领域的协
作配合，通过共同建立赤水河流域联席会
议协调机制，统一地方生态环境标准、水
污染防治措施，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协同推进赤水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协同推进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建立健全赤水河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和市场化生态补
偿机制，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协作和地方人
大监督协作，明确法律责任等措施，推动
赤水河流域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和政策
措施的落实，确保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形
成合力，规范推进。此外，还规定了决定
的统一施行时间。

《决定（草案）》通过三省共同决定的
方式就赤水河流域保护遵循的共同原则、
形成的协作机制、采取的共同措施等重大
问题作出共同承诺并切实加以履行实施；
同时，《四川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草
案）》细化了三省保护赤水河流域的防治
措施、法律责任等内容，突显地方立法的

“有特色”“可操作”。
显然，“决定”+“条例”的方式将切实增

强赤水河流域保护共同立法的整体性、针
对性和实效性，实现地方立法形式的创新，
以及对流域类保护地方立法的积极探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

云贵川三省共同立法，“决定”+“条例”双管齐下

赤水河流域拟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爱TA，就保护好TA”，这句话用在人
们对三星堆的喜爱上，再贴切不过。依
法“喜爱”三星堆，指日可待。

5月26日，《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
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黄勇作了关于《条例（草
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
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
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重要实证。
2021年3月，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新发
现，引起国内外极大轰动，三星堆迅速成
为网红打卡地和热门文化旅游目的地，
其文化影响力、传播力显著提升。为三
星堆遗址保护管理提供法治保障，由省
级层面制定法规，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受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重要发现影响，今年“五一”假期三星堆游客大增。资料图片

流经云贵川三省的赤水河。

聚焦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